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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高考语文作文题前瞻

湖南语文特级教师 欧阳昱北

2022年高考在即，【问名师】高考语文命题研究专家欧阳昱北老师对

2022年高考作文作了如下预测：

1.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作文。

异代不同时而青春力量一脉相承。

辛亥革命前后，詹天佑面对青年学生，他说：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富强不受

外侮，足以自立于地球之上。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光未然、冼星海谱写《黄河颂》，和热血青年一起高唱：黄河！

五千年的古国文化，从你这儿发源；多少英雄的故事，在你的身边扮演！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回故乡韶山，所写诗激励一代青年：为有牺牲多壮

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袁隆平接受青年记者采访，说：理论上禾下

乘凉梦是可能做到的，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喀喇昆仑戍边战士陈祥榕，用生命践行誓言：清澈的爱，

只为中国！

讲好中国故事，做好中国青年。请从中选择一两个时期的语录，结合你对自身发展的

思考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

个人信息；不少于 800字。

【审题参考】

2022年 5月 10日，习近平在《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引李大钊语：“青年者，国家之魂。”接着回顾近代以来五个时期中国青年的接续奋

斗，所列辛亥革命前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指出中华民族始终有着“自古英雄

出少年”的传统，青春力量一经觉醒，先进思想一经传播，中华大地便迅速呈现出轰轰烈

烈的革命新气象。

故青年命运、青年力量从来都同时代、祖国紧密相连。而中国代代好青年的奋斗，上

演了太多中国的故事。这一年，就有很多难忘的中国青年之声和中国青年之事。有“请党

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有“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深情告白。“祝融”探火、

“羲和”逐日、“天和”遨游星辰；冬奥健儿奋勇争先，全国军民守望相助战疫情……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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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青年、平凡的英雄拼搏奋斗，汇聚成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洪流。

本题所列五个时期，经典语录各有其诉求。

辛亥革命前后，詹天佑语，强调青年为中华崛起而倾尽所学所知，致力于国家富强而不受

外侮。隐含了当时背景下科学救国的意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光未然语，在今天可赋予新的内涵，即当代青年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自信。重点在从文化的角度讲好身边的中国故事。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语，不光是一种激励语，更是曾经的社会图景，多

少青年立志报国，前赴后继勇于牺牲，改天换地建设了崭新的中国。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袁隆平语，着落在“理论上”，包含了科学

创新，实现强国梦的意思。上世纪 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布朗质疑“谁来养活中国”，袁

隆平的科学发明回答了他，很解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陈祥榕语，最见时代风范和审美价值：青年挚爱祖国，不

掺合杂质，摒弃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

（认识社会、自我，做人爱国）

2.阅读下面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大雁飞翔天空，排成人字或一字斜阵。头雁带领，飞累了会退后，另一只大雁自觉补

位，继续领飞；大雁边飞边发出“咿啊”的热情鸣叫，像是相互鼓劲；一只雁脱队，似乎

即刻感到单飞的吃力和迟缓，快速回归队伍。斜阵式飞行，能让每只雁都看见头雁和整个

编队，这便于相互交流和自我调适。

雁阵效应给行将步入社会的青年诸多启示，你对哪一两点感触最深？请结合你的感受

和思考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

个人信息；不少于 800字。

【审题参考】

央视新闻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 2022年 4月 29日召开会议，审议《国家“十四五”

期间人才发展规划》，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提出雁阵格局。

雁阵效应指雁群在天空飞翔，排成人字或一字斜阵，并定时交换领头和左右位置。有

生物专家认为，大雁飞行阵势是它们飞得最快最省力的方式。飞行中，后一只大雁羽翼，

借助前一只大雁羽翼所产生的空气动力，使飞行省力；一段时间后，它们交换左右位置，

使另一侧的羽翼也能借助空气动力缓解疲劳。头雁则由雁群中较强壮、有经验的大雁担任

并轮换。大雁团结协作，相互配合，用团队力量成功完成长途迁徙的共同目标。

1914年德国空气动力学家卡尔魏斯伯格首次提出大雁人字形飞行可节省能量的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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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大雁翅膀扇动会引发尾流的涡旋，涡旋外侧正好是向上的气流，而相随的大雁刚好处

在上升气漩里，飞行就会省力。1970年里萨满和斯科伦伯格用空气动力学理论首次给出一

个估算，他们发现，相比单个大雁，一个由 25只大雁组成的人字形编队可多飞 70%的航程。

也有科学家质疑里萨满和斯科伦伯格的研究，认为他们并未给出具体的计算公式和计算过

程，采用的模型也过于简化。虽然科学家尚不能给出人字形和一字形编队节省长途飞行体

能的准确数据，但存在即合理，千百年来大雁南北迁徙，每次迁徙都要经过 1～2个月的

时间，途中历尽千辛万苦，却总是采取这种编队形式，自有其好处。鸟类学家还发现，大

雁眼睛分布在头两侧，各自可以覆盖从正前方往后的 128度角的范围。这与雁阵飞行的极

限角度相一致。换句话说，编队飞行的每只大雁都能看到头雁，头雁也能看见编队中所有

成员。这无疑便于雁们的相互交流和自我调整。

雁阵如此，启示是很多的。除泛论个人与群体的团队精神，更可突出讨论头雁效应、

雁行序列、补位意识、协作精神、鼓舞作用等。

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人才是关键。要在人才强国战略中发挥雁阵格局的头雁效

应。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要坚持高标准，努力打造成创新人才高地示范区。一些高

层次人才集中的中心城市要采取有力措施，着力建设吸引和集聚人才的平台，加快形成战

略支点和雁阵格局。要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打造大批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造就规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要把人才培养的着力点放在基

础研究人才的支持培养上，为他们提供长期稳定的支持和保障。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改革，为各类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我党各级组织要强化主体责任，完善党管人才工

作格局，统筹推进人才工作重大举措落地生效，积极为用人主体和人才排忧解难，加强对

人才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引导广大人才爱党报国、敬业尽责，胸怀祖国大格局，服务

于人民。

（认识社会、自我，个人与团队）

3.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百年中国，请倾听青年发声。百年前，27 岁的李大钊著文《青春》，说：“青年之于

社会，殆犹此种草木之于田畮也。从此广植根蒂，深固不可复拔，不数年间，将见青春中

华之参天蓊郁，错节盘根，树于世界，而神州之域，还其丰穰，复其膏腴矣。”其言设喻，

表明了青年与中华共荣的关系。

百年后，青年，请你接续青年李大钊，同样长成参天大树，面对神州大地发声，体现

你的感受与思考。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

露个人信息；不少于 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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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题参考】

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忘来时路，犹记先贤声。

1922年 5月共青团成立。而百年前青年李大钊发文《青春》，为中国青年发声，他有

一个世纪之问：“百金买骏马，千金买美人，万金买爵禄，何处买青春？”由是，他号召

青年“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

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

乐其无涯之生”。

2022年 5月 10日人民网载，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他说：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

青年又如初升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

寄托在青年身上！

2022年 5月 3日新华网报道，习近平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站建造青年团队的回信，

他说：9年来，从天宫、北斗、嫦娥到天和、天问、羲和，中国航天不断创造新的历史，

一大批航天青年挑大梁、担重任，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而建设航

天强国要靠一代代人接续奋斗。

本作文题自觉立于前后两个百年的交汇点，感受从先辈救国到当下我辈强国的伟大历

史使命。毛泽东早就指出：主义（包括信仰信念）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

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一如李大钊所言，一代又一代爱国青年如草木种植于田亩，当根深

扎神州大地，固不可拔，青年广植之时，正是青春中华大树立于世界之日。这就正面回答

了李大钊的也是习近平的世纪之问，即“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要特别提示的是，李大钊的文字里有两棵树，一是青年之树，广植大地；一是中华之

树，立于世界。故审题思辨须明白题中旨趣。

（认识社会、自我，个人与国家同发展）

4.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庄子·秋水》说，战国时燕国都城寿陵有个少年，听闻赵国都城邯郸人走路姿势优美，

前去学习。结果，没有学到赵国人走路的样子，还把自己原来走路的步子忘了，最后只好

爬着回燕国。欧阳修《镇阳读书》诗评说：“有类邯郸步，两失皆茫茫。”

寿陵少年学步于邯郸，结果两失。你怎么看？请结合你的感受和思辨写一篇文章。

要求：符合材料内容及含意，选好角度，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 800字。

【审题参考】

邯郸学步是个寓言故事，语出《庄子·秋水》。所喻不善于学习者，模仿别人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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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丧失固有的技能。

审题有思辨的要求，思辨看两头，一头是寿陵少年本会燕人走路，一头是寿陵少年要

学赵人走路。学在于习，习以为用，习以为常，故需要学习；反之，主观妄自菲薄，徒然

有所艳羡，以为赵人走路是何其优美，燕人走路就如此不堪，结果事与愿违，依样画葫芦

地生搬硬套并不可取，别人的没学到，自己的也丢光。2022年 3月 6日光明网载：习近平

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说“不能把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了，结果新的吃饭家伙还没拿

到手，这不行”。一番话在全国两会上引发热议。

思辨还可深入，学习他人和别国，当立足自身所需，不能盲从照搬。细察极思，晋国

始君叔虞为周武王姬发之子，三家分晋而有赵、魏、韩，赵人走路优美，固然是步法，归

因或关乎邯郸人西周礼仪的传承有序，影响到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此等，绝非简单模仿

可学得。再说燕国，始祖是周文王庶长子召公，亦自有因袭，非要将步子调教成邯郸人的

样子，当然是不切实际的。前苏联的解体，固然有穷兵黩武的主因，而叶利钦们的投机浡

起，盲从西方民主制，也是不争的事实。2022年 3月 1日人民网载：习近平《在中央人大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实现民主有多

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民主也不能照搬。1990年费孝通做“人的研究在中国”主题

演讲，提出不同文化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可谓箴言。

当然，学习借鉴并非不可行，问题是“东施效颦”机械模仿，就适得其反了，这也需

要思辨的批判精神。

（认识自我、社会，学习与借鉴）

5.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我用残损的手掌

摸索这广大的土地，

……

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

贴在上面，寄与爱和一切希望，

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

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

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蝼蚁一样死……

那里，永恒的中国！

（节选自戴望舒《我用残损的手掌》）

[注]1942 年，戴望舒投身抗日救亡，4 月被捕，受尽酷刑；7 月获释，初心不改，满

怀对祖国之爱写下这如泣如诉的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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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隔着大半个世纪风雨歌唱“我的手掌”和“永恒的中国”，原来代代青年就是

“中国力量”，其中，戴望舒是，你也是。以上材料触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 请据

此写一篇 800字的文章。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

个人信息；不少于 800字。

【审题参考】

可以说戴望舒诗作《我用残损的手掌》是红色经典，初衷就有借此红色经典设题的意

思。借用一代青年“用残损的手掌”“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触摸、紧贴中国大地的形

象，来表现中国青年之于“中国力量”的关系。

《我用残损的手掌》是戴望舒在日寇铁窗下向苦难祖国的抒怀之作。如[注]所说，

1942年的 4月，诗人在香港参加抗日活动，被捕入狱，受尽严刑拷打。7月，诗人获保释，

触摸自己遍体鳞伤，联想祖国河山何尝不是如此，更恨日寇，更爱祖国，饱蘸深情，写下

了这首诗。“残损的手掌”既实且虚，既是诗人经受酷刑的写照，也暗示了沦陷区的破碎，

表现对祖国命运的关切。而形成对比的或是“辽远的一角”解放区的明丽，象征希望和

“永恒的中国”。

具体到考场作文，当有所思辨，一头是“残损手掌”的青年，一是“带来苏生”的中

国。何以苏生？何以希望？诗作的缘起无须太多关注，聚焦点还在“戴望舒是，你也是”

上。即抗日青年所作为的是救亡图存，新世纪青年所践行的是有梦强国。而以戴望舒为代

表的一代青年是当下青年的榜样，他们自觉投身于“血和灰”的正义之战，忧患之深，奋

战也力，而每个青年的加入就构造成“中国力量”。思辨到此层关系，也就明确了本题旨

意。

附录《我用残损的手掌》

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这

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春天，堤上繁花如锦幛，嫩柳枝折断有奇异的芬芳，）/我触到

荇藻和水的微凉；/这长白山的雪峰冷到彻骨，这黄河的水夹泥沙在指间滑出；/江南的水

田，你当年新生的禾草/是那么细，那么软……现在只有蓬蒿；/岭南的荔枝花寂寞地憔悴，

/尽那边，我蘸着南海没有渔船的苦水……/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手指沾了血和

灰，手掌沾了阴暗，/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在

那上面，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

贴在上面，寄与爱和一切希望，/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

/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蝼蚁一样死……/那里，永恒的中国！

（认识自我、社会，中国力量）

6.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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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气歌、黄河水、雪花结、迎客松、青草谣、柳枝情，中华风土民情搬上 2022 年北

京冬季奥运会的大舞台，中国文化邂逅世界奥运，美轮美奂的场景层见叠出，而参演群体

95%是你的同龄人。当代中国青少年让全世界再一次从自然、人文、运动多维度视角，直

观并领略了中华文化的大美。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讲的就是文化审美，觉解自

身之美，发现他人之美，彼此诠释、相互欣赏，从而达到文化多样性的融合。你是参演美

少年中的一员，在最美的年龄遇上最美的中国和最美的盛会，有怎样的感受和思考？请你

以演出人的身份完成写作。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贴合背景，切合身份；不要套作，

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 800字。

【审题参考】

中国文化在北京冬奥的开幕闭幕式上大放异彩。

2022年 4月 8日新华网报道，习近平《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说：冬奥梦和中国梦精彩交织。二十四节气、黄河之水、中国结、迎客松、折柳寄情、雪

花主题歌，这些意蕴隽永的场面在人们心中留下了美轮美奂、直击人心的深刻印象，激发

中华儿女万众一心，接续奋斗。

1990年费孝通在东亚社会研究会上做“人的研究在中国”主题演讲，提出不同文化当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历史长河中，民族文化起着维系民生

和安定社会的重要作用，是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我们对中国文化充满自信的同时，尊重

其他民族的文化，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可以说，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各民族

文化以鲜明特色丰富了世界文化，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繁荣。

从文化审美的角度看冬奥，有着特别的意蕴。中国文化遇见世界奥运，北京冬奥开幕

闭幕式精彩纷呈，体现了自然之美、人文之美、运动之美，也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美好的形

象。开幕式的核心创意理念，来自李白《北风行》“燕山雪花大如席”，“一朵雪花的故

事”穿连了整个开幕式。小草是春天的使者，春生万物，绿意盎然。小草作为意象，在中

国的诗章里最为鲜活，如白居易《赋得古草原送别》曾巩的《城南》等。折柳意象同样被

固化在唐诗宋词的美句里，演出用“一首曲、一群人，一捧柳、一束光、一片绿荫、一起

向未来”六个一唯美地传情寄意，极具中国的仪式感。我们折柳寄情，愿结缘天下人，携

手共创世界文明，世界美美与共，而天下大同。

要写好本考场作文，思辨的关键在如何凭借冬奥开幕闭幕式大舞台说好中国文化审美

及其故事。一头世界冬奥盛会，一头是中国传统文化，设想你就是一场文化大融合的亲历

者，这很有意思，虚拟是必须的，当然要建立在有关中国文化、冬奥盛典的阅读和观览的

积累上。而这种阅读观览是审美性的，有美的发现、美的认同，更有文化的自信和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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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融，作文支点就在此。

（认识社会，文化审美和自信）

7.阅读下面文字，根据要求作文。

互联网已然深深嵌入人们生活轨迹中，线上虚拟生活俨然成为常态。由此带来一种普

遍的担心：越来越过惯线上虚拟生活的青年学生，与现实社会人生的联系会越来越弱。那

么，你该如何让线上与线下相互补充，让虚拟与现实相互激发，活出新时代青年的风采？

对材料提出的问题，你有怎样的感触和思辨？请写一篇论述类文章。

要求：结合材料，选好角度，确定立意，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

个人信息；不少于 800字。

【审题参考】

早些时候，人民网发文《让虚拟与现实相互激发》，说的是互联网数字时代的文化生

活。青年或者更离不开线上生活，故是时候让青年参与热议。

文字表述足够清晰，一头是线上虚拟生活，一头是线下现实人生。乐观的人说，互联

网实现了人类一个古老的梦，把远在天涯的人事物变得近在咫尺；悲观的人说，互联网把

我带到了线上，手机屏其实是圈禁，把近在咫尺的人事物变得远在天涯。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报告，截至 2020年 12月，我国网民规模接近 10亿，成为全球

最大的数字社会。国人衣食住行用早已离不开互联网。在线，虚拟生活，成为常态。媒介

化导致的不节、过度乃至沉迷，的确让一些人“越来越拥抱技术、越来越忽略彼此”。社

会普遍担心：当我们越来越习惯于线上虚拟生活，同时与线下现实世界的联系会否越来越

弱？失去与实体、具象、丰富社会人生的联系，我是谁？

互联网已深深嵌入人们日常生活轨迹之中，几乎无可改变。不过，问题似不在于媒介

化或虚拟生活本身，而在于人对于新媒介的应用。越是媒介化社会，越是不能忽略人的主

体作用。让线上与线下相互补充、让虚拟与现实相互激发，保持精神的定力和思想的清醒，

就显得尤为重要。实际上，线上与线下并非泾渭分明，虚拟与现实也并非非此即彼，反而

趋向融合。生活工作方方面面都是如此，虚拟与现实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实世

界为虚拟生活源源不断提供养料，虚拟生活同步充实和激发现实世界活力，虚拟世界甚至

成为文化创造力迸发的重要阵地。当然，对一些沉溺于上线不能自拔而成瘾，将虚拟空间

当作回避现实问题港湾的现象，是不能忽视的。思辨就指向理性，智慧面对互联网，与其

和谐相处；另一方面，当然需要网络的治理。总之，互联网给你更广阔的时空、更多样的

选择，而保持精神的定力和思想的清醒，尤为重要。

（认识自我、社会，文化的学习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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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阅读下面的图文，根据要求写作。

请整体把握漫画的内容和寓意，并有所思辨，写一篇文章，反映你的认识与评价，体

现新时代青年的积极追求。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

个人信息；不少于 800字。

【审题参考】

这是一道图文类材料的思辨性作文题。

看图读文，关键在你是有幸福的人，有幸福却不自知。你在寻问：幸福在哪儿？心在

回答：别找了，幸福在我这儿。由是觉解：幸福其实是个体生命的满足和愉悦，是一种情

绪，一种感觉。它看不见，也摸不着，需要用心去感受，你感觉幸福，它就是幸福，它早

就在我们身边，早就在我们内心。大体说来，一个已然拥有幸福却尚未感觉幸福的人，可

推知人格的不健全，实在是悲哀的。

具体审题作文，需要在寻找身边幸福与幸福本在内心的关系上有所思辨。一如画中人，

幸福已然拥有，却满世界寻找，看似荒诞，实则寓意颇深。人不自觉其幸福，归因或在物

欲世界里，你一味追逐身外物而迷失了自我。这就是需要思辨处。莫泊桑《项链》中路瓦

栽夫妇收到晚会的请柬，四百法郎买了出席晚会的裙，却少了与之搭配的项链……幸福感

的大小有无，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你的感受，永无节制地追逐，悲剧就会上演。成长的青年，

应当培养自己的幸福感，行走社会、独处人生，都很重要。

（认识自我、社会，觉解幸福、健全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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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生长在极其干旱少雨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胡杨，有它们的生活态度，根在地下相连，

一棵胡杨获得水分，身周的胡杨也能得到水分，而成片成林的胡杨成为沙漠的奇观。

胡杨的“生活态度”让你有所联想和思辨。设想你就是一棵“获得水分”的胡杨，请

写一篇嵌有寓言色彩的议论文或记叙文。

要求：结合材料，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并注意身份；不要套

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 800 字。

【审题参考】

胡杨作为荒漠地区古老珍奇树种，有着耐寒、耐旱、耐盐碱、抗风沙，生命力强诸多

品质，得以在严苛自然环境下千万年繁衍，被誉为“沙漠英雄树”，所谓“活着一千年不

死，死后一千年不倒，倒后一千年不烂”。

本作文题的切入点，在于胡杨的一个特殊本领。胡杨在地下密织它的根，以根蘖的方

式繁殖数十甚至更多幼株，形成胡杨林，根系还能找水，跟着水走，一棵胡杨的根系吸到

水，那么根相连的胡杨也都能得到水分，如此的生存之道，让胡杨族群壮大，也成就胡杨

林这样的沙漠奇观。

由是感悟于胡杨作为鲜活的生命，有其直面生存困境而从容解困的生活态度以及方式。

思辨在于，先是设定了你就是这棵“获得水分”的胡杨树，再是你该输送水给身周的胡杨，

如此抱团成片成林而生生不息。人应从胡杨身上汲取精神养料。深入探究，胡杨的精神又

是什么呢？在水奇缺的大漠中独株，即个体生命，很难存活，那就形成族群，以更强的生

命力对抗荒漠所加给的种种苦难，并奉献给大地大片的绿色，在昏黄的大漠中给人憧憬、

希望。这就像极了中华民族精神，历史上遭遇困境总有人挺身而出，美国前国务卿亨

利·基辛格在《论中国》就说：中国总是被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

关于美丽的胡杨还有一个传说，如果你在它的躯干凿一个洞，会有水喷出。树中的伟

丈夫胡杨也有痛，它流泪，却无改它的坚强。

（认识自然、自我和社会，同根同命运的民族精神）


